
羿射九日的教学设计第二课时 羿射九日
教学设计一等奖(通用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
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羿射九日的教学设计第二课时篇一

在备课时，我觉得这篇神话故事内容简单，对于学生来说，
在内容上很容易理解，但是，对于文本中所体现的中心意思，
由于孩子们年龄较小，认知较少，还不能完全理解“上古时
代人类征服自然的美好愿望”这一主题。我就针对本课的实
际情况，激发学生的兴趣，引导学生抓住重点段落和词句，
来理解内容，感悟主题。

令我忧虑的是，孩子们虽然能初步感知文本，但是对于教师
提出的更高的要求，部分学生还不能完成得很好，在今后的
教学实际中要优化课堂教学设计，想出好的教学策略，更多
的关注后进生，让后进生在课堂上有更大的进步。

羿射九日的教学设计第二课时篇二

《后羿射日》是一个古老的神话故事。文章内容精练,结构紧
接,语言简单生动,易于理解。学生通过对这篇课文的学习习
得语文知识,并且感受神话传说的魅力,对神话故事产生浓厚
的爱好。前些日子,我讲了这篇课文,下面结合自己对教材的
解读、教学的设计以及课堂教学情况谈谈自己的想法。

通过对课文的反复研读,我将教学目标设定为:

1、正确认读本课十个生字,会写田字格里的十一个生字。



2、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激发学生阅读神化故事的爱好和
愿望。

3、理解课文内容,体会后羿一心为民除害的大无畏精神。

针对这些教学目标,我设计了本课两课时的教学:第一课时的
教学,我分为以下几步来进行:第一,通过师生谈话,导入新课。
第二,针对课题质疑。第三,初读课文,认读生字词,理解不懂
的词语整体感知课文,说一说课文讲了怎样的一件事?第四,解
决针对课题提出的简单问题。第五,学习生字,记忆字形。第
二课时的教学这样来进行:第一,回忆课文内容,讲讲这个故事。
第二,研读课文,抓住语言文字,结合想象来解决这两个问题。
第三,拓展延伸,激发阅读爱好。

通过对这堂课的教学我做了如下几点反思:

在这节课的开始,我就让学生来讲讲这个故事。因为上节课学
生初读了课文,把握了课文主要内容,而且学生在以前也多次
有过讲故事的经历。所以,我觉得在上课伊始安排这样一个环
节,是有必要的。这样学生在头脑中重现这个故事的内容,而
且练习了语言表达能力。

在第二课时的教学中,我多次引导学生运用想象,来感受课文
内容,使学生能潜心会文。例如,课文中提到是个太阳都跑到
了天空中,人们不敢出来,我就让学生想象:假如人们出来后会
怎么样?课文中写到漂亮的世界有高峻的山峰、汹涌的河流、
鲜艳的花草……后面是省略号,我让学生想象:这漂亮的世界
还会有什么?还有,太阳被射下来了,人们走出山洞后,人们会
说些什么?在这样的想象中,学生更轻易与文章形成共鸣。

在学习“后羿是怎样射日”这部分时,我提出了这样一个问
题:你觉得后羿是怎样一个人?然后,我让学生读书,在语言文
字中寻找答案,并勾画下来。最后,进行交流。在交流的过程
中,学生对后羿有不同的熟悉。有的认为他心地善良,有的认



为他武艺高强,有的觉得他是一位英雄。学生在表达自己观点
的.的同时,都能结合相应的语句来说明,并说出自己的理解。
在这样的过程中,学生收获了读书方法和语文技能。

在学习“后羿为什么射日”这部分时,我想让学生到文中寻找
答案,学生一下子就找到了第四自然段,描写人们痛苦的段落。
我先引导学生弄明白为什么会这样?还有进行想象人们的痛苦。
接着,我问:原来的世界什么样子?学生马上会意阅读第三自然
段,这时候,我让学生想象着漂亮的世界还有什么?并且配以课
件,来展示着漂亮的世界,让学生说一说:生活在这样的世界中,
人们什么感受?学生用语言表达出了人们幸福、快乐的感受,
然后通过朗读表现出来。之后,我说:多么漂亮的世界呀!可是
现在――我出示了表现烈日炙烤、寸草不生的图片,学生一下
在视觉上、头脑中,形成了对比,真是天壤之别啊!更加体会到
了人们的痛苦,这时候感情朗读也就水到渠成了。

当然,在这节课的教学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我自己也感觉到
了处理的不是

很好。例如,有些设想很好,但在课堂教学中的效果并不如预
想的好,可能是我对学生的学情把握得不是很清楚。还有,在
交流“后羿是怎样的一个人”这个环节中,谈得还不透,致使
学生对后羿虽然有认同感,但是热度不够,还不是从心底里发
出深深的敬佩之情。可能是我对教材理解的不够透彻,对学生
的学情把握得不是很清楚。此外,在教学过程中,一些学生的
参与热情不够,还需要我在实践中改进。

羿射九日的教学设计第二课时篇三

《羿射九日》是一个神话故事，有着丰富的.想象，夸张的描
写，读来字里行间充满了神话的魅力，令人回味无穷。这堂
课，抓住了神话的特点，让学生充分感受到了神话的魅力。
课文的导入，字词的教学，整体感知，走进课文，展开联读，
不管哪个环节，都体现了高效。以下就几方面来简单谈谈感



受。

一．生字教学，扎实有效

1、以课前猜一猜的方式吸引眼球，成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感受古代文字魅力的同时，也很自然地
进入了课文。且开始的基调与神话故事的神秘神奇相融合，
丝毫不突兀。

2、生字的教学采取了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方式，扎实有效。
在巩固读音的时候，采取了自由读、同桌读和老师查的方式
展开，充分发挥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在检查的时候也没有
平均用力，而是出示有一定难度的词语进行检查，既巩固了
读音，又让学生感受到了构词上的特点。分散教学中，如值
日一词，巧妙地让学生理解了轮流的意思，简单且有效。

二、抓住神奇，感受魅力。

1、紧紧抓住神奇这一特点，展开学习活动——找神奇，划一
划，说说为什么感受到神奇。学生在自主阅读之后，都能有
话可说。有的说太阳坐上两轮车，开始从东往西穿过天空，
感觉到有意思。王老师的点评也很精彩：多悠闲，自在。有
的说：扶桑的枝头上站着一个太阳，底下还有九个太阳。为
什么扶桑没有被太阳烤焦？这样的提问充满童趣，说明孩子
也在字里行间感受到了神奇。

2、以神奇为联结点，穿插了《日出扶桑》这一神话故事的阅
读。这一短篇的神话故事既是课文的一个补充材料，也是很
好的拓展阅读。通过这一故事的穿插阅读，让学生对文中的
扶桑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同时又感受到神话故事同一个特
点——神奇。

在整堂课中，王老师也不忘在感受神奇的基础上，让学生读
出神奇，通过学生读，老师范读，书声琅琅。还值得一提的



是课堂作业的运用，在课堂中，多次用到课堂作业，将课堂
作业本很好地融入到课堂中，效率高，效果好。

羿射九日的教学设计第二课时篇四

1、认读13个字；

2、能够讲述《羿射九日》的神话故事，体会上古时代人类征
服自然的愿望，与同学交流自己知道的神话故事。

联系生活实际，讨论，想象，讲故事等。

了解中国古代的神话故事，感受中国特有的文化。

了解课文内容。

能够讲述《羿射九日》的神话故事。

查找关于《羿射九日》的故事。

1、认读13个字；

2、能够讲述《羿射九日》的神话故事，体会上古时代人类征
服自然的愿望，与同学交流自己知道的神话故事。

一、导入，揭示课题。

1、师：同学们，还记得的女娲补天的故事吗？（指名讲故事）

2、师：今天咱们再来看一个神奇的故事。

板书课题：《羿射九日》

过渡语：让我们到课文中去看看到底有多神奇？



二、初读感知。

提示：请你自己读课文，注意读准每个字的音。

三、学习字词，正确读课文，自己读懂课文，体会神话的美
丽。

1、提示：看看谁来考你了？

出示生字：

先指名读后齐读

2、引导：请你再读课文，找出你不懂的词语，集体讨论。

3、引导：朗读课文，你知道了什么？

4、激发兴趣：你从哪儿看出来的？读课文找出相关的句子读
一读。

5、激情读：真的吗？那就读出来吧！

四、讲故事。

1、这么棒的故事，如果只有自己知道多可惜呀，你打算怎么
讲给别人听呢？

2、讲给同学听一听。

五、作业。

自己搜集神话故事，讲给大家庭。



羿射九日的教学设计第二课时篇五

《羿射九日》是一个古老的神话故事。文章内容精练，结构
紧接，语言简单生动，易于理解。

在这节课的开始，我就让学生来讲讲这个故事。因为上节课，
学生初读了课文，把握了课文主要内容，而且学生在以前也
多次有过讲故事的经历。所以，我觉得在上课伊始安排这样
一个环节，是有必要的。这样学生在头脑中重现这个故事的
内容，而且练习了语言表达能力。

在学习“后羿是怎样射日”这部分时，我提出了这样一个问
题：你觉得后羿是怎样一个人？然后，我让学生读书，在语
言文字中寻找答案，并勾画下来。最后，进行交流。在交流
的过程中，学生对后羿有不同的熟悉。有的认为他心地善良，
有的认为他武艺高强，有的觉得他是一位英雄。学生在表达
自己观点的的同时，都能结合相应的语句来说明，并说出自
己的理解。

当然，在这节课的教学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我自己也感觉
到了处理的不是很好。例如，有些设想很好，但在课堂教学
中的效果并不如预想的好，可能是我对学生的学情把握得不
是很清楚。还有，在交流“后羿是怎样的一个人”这个环节
中，谈得还不透，致使学生对后羿虽然有认同感，但是热度
不够，还不是从心底里发出深深的敬佩之情。


